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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印咸用这台摄影机在南

泥湾拍摄了延安军民大生产运

动的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

来》。他请毛主席在片子里出现，

那个镜头就是后来在片子里看

到的，主席在铺好的白纸上挥

笔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的情形。

拍摄工作结束后，他（指毛主

席）对我说：‘我的这张题词

就送给你吧！’用这台摄影机，

吴印咸将中共七大会议全部记

录下来，那是我们党历届代表

大会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

吴印咸还用他手中的相机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图片资

料。延安时期，他拍摄了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

辈革命家的许多照片。毛泽东

建议他拍摄的“延安文艺座谈

会”的集体合影，成为一份珍

贵的历史文献。

1939 年 10 月 20 日，在晋

察冀边区，孙家庄村外的小庙

里，他拍摄的白求恩为八路军

伤员做手术的照片，成为了闻

      王凤生

名中外的杰作和革命史料中的

重要文献。为了拍摄白求恩，

他和他的摄影队与白求恩做了

将近两个月的邻居。他和白求

恩成了朋友，“闲暇时，白求

恩大夫爱和我谈论摄影，我们

共同探讨战地拍摄的技术技

巧。”他是这样描述拍摄那张

照片的经过的：小庙里白求恩

从历史中走来（下）

《黄亭子札记》

大夫在抢救伤员，敌人的枪炮

声越来越近，震得小庙簌簌落

土，已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白

求恩毫无倦意，仍然不肯离去。

“当他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

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

士做缝合手术时，我举起照相

机，利用夕阳微弱光线的照射，

以中国特有的古庙作为衬托，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吴印咸 摄）



85

（6）.2017
SHUIMU TSINGHUA  NO.75

将白大夫的这种感人形象记录

下来。”“就是在这次抢救中，

白求恩大夫划破了手指，不久

又在手术中中了毒，于 11 月

12 日不幸以身殉职。”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拍

摄白求恩大夫抢救伤员照片的

还有另外一位，那就是从 1979

年开始任电影学院副院长的罗

光达同志。比较两张照片的构

图、光线、拍摄角度都非常相似，

不仔细甚至都分辨不出是两张

照片。罗光达同志在他的“白

求恩抢救伤员照片的拍摄经过”

中写道：“不久，延安电影团

吴印咸同志，带着手提电影摄

影机和照相机也赶到了小庙。

我们相见，非常高兴，但大家

都没有多说话，各自集中注意

力拍照。”

1956 年 6 月 1 日，国务院

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

电影学院，吴印咸同志即被任

命为副院长，兼摄影系系主任。

在人才培养上，他强调基本功

的训练，强调学习电影摄影首

先要把图片摄影学好，重视学

生的思想工作，重视师资队伍

建设。他的教育思想为电影学

院，特别是摄影系的教学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影响深远。

夏衍同志 1985 年 1 月 4 日在电

影学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特

别是摄影，这几年进步是很快

的，恐怕比导演、比表演方面

还好一些。这不能不归功于电

影学院培养了一批人才。”

1993 年 7 月，《吴印咸摄

影作品珍藏》出版，内有彭真

同志题词，林默涵同志作序。

他送我一本，并签名“吴印咸

一九九三年十月”。我珍藏至今。

1994 年 9 月 7 日，那一天

上午，我正在参加北京广播学

院（今天的中国传媒大学）的

校庆活动，得知吴老于当日早

晨不幸在家中去世。他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 

钟敬之同志是另一位对电

影学院的创立与发展做出过突

出贡献的人，也是我到电影学

院后与之交往较多的一位老领

导。一是逢年过节总是要去他

家中探望的；另外，尽管年迈

在轮椅中生活，但他仍坚持为

国家、为学院做事，工作中的

交往自然就会多些。我珍藏的

他给我的数封亲笔信，就是他

为国尽力，春蚕至死丝方尽的

有力见证。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上海，他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

员，左翼剧联的骨干。在延安，

他以文艺为武器，投身伟大的

抗日洪流。他参加过延安文艺

座谈会，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讲

话》，并积极践行之。

1938 年初，他到达革命

1939 年，白求恩大夫在给伤员做手术（吴印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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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延安，是鲁艺戏剧系的教

师，担任舞台美术方面的教学。

1941 年起担任鲁艺实验剧团主

任。他曾担任苏联名剧伊凡诺

夫的八幕话剧《铁甲列车》和

苏联作家包哥廷的革命史剧《带

枪的人》的舞台美术设计。他

参与了中共七大会址，延安杨

家岭中央大礼堂的设计。“七大”

会场，主席台上毛主席、朱总

司令的画像由他亲手画就。

《带枪的人》中列宁的形

象是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舞台

上，是由干学伟饰演的。据干

学伟回忆，1942 年，延安时期，

周恩来看过他饰列宁的剧照，

直到 1961 年 6 月在新侨饭店

的电影创作会议期间，周总理

还关心地问他：“怎么这几年

没见到你的片子？”干学伟是

1956 年北京电影学院初建时的

导演系第一任主任教师。

钟敬之同志 1955 年夏被

任命为学院筹备小组组长，之

后他便走访了莫斯科电影学院

和布拉格等电影院校。建院后，

他长期担任主管教学和行政工

作的副院长，并曾兼任党委书

记，主持全面工作。他苦心搜

寻毛泽东的字体，拼出延安时

期毛泽东给鲁艺的题词：“紧张、

严肃、刻苦、虚心”挂在校园

内，为此在文革时期遭受批判，

被诬篡改毛主席的“抗大校训”

而蒙受不白之冤，后来得到平

反。1993 年，在轮椅上，在他

夫人高维进的协助和参与下，

钟敬之同志编辑成了《延安文

艺的光辉十三年  1935-1948

图片集》以此“献给毛泽东同

志诞辰 100 周年”。他将我列

为编委会委员，尽管是不称职

的。1993 年 6 月 16 日 上 午，

我和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李鉴同

志去他家里，商谈编后的出版

发行工作。1993 年 12月 19日，

在人民大会堂广西厅召开了由

延安精神研究会和陕西省委宣

传部共同举办的“纪念毛泽东

诞辰 100 周年大会”。会上颁

发了此书。

1995 年是钟敬之同志参加

“左联”、“剧联”，从事左

翼文艺运动 60 周年。时逢钟敬

之同志 85 岁寿辰，学院在 5 月

3日举办了他的“辛勤的劳动，

平凡的业绩”图片自传展。陈

荒煤、李鉴、汪洋（北影老厂长）

等同志都来观看了展览。为了

这个展览，他在 3 月 15 日给我

的信中反复叮嘱，活动由“老

干办出面”而不要以学院的名

义出面。他的这种处事低调、

始终保持谦逊的品格令我感动，

深受教益。1998 年 1月 15日，

钟敬之同志不幸去世。那时我

正在国外，未能见他最后一面，

是为憾事。

在电影学院的历史上，有

太多的人为她做出贡献。有领

导、教师，也还有许多为她默

默奉献的职工、工人。我实在

没有能力，篇幅也不允许将他

们一一写出来。但有一位也是

必须提到的，尽管我没能有机

会见到他。他在我去电影学院

前的 1975 年就已驾鹤西去，我

只是在 2007 年 1 月 23 日参加

了他的诞辰百年纪念会。那就

是老院长章泯同志。他是 1955

年夏天，电影学院筹建小组的

5 位成员之一。1956 年 7 月，

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北京电影

学院的第一副院长（代院长主

持学院工作，兼党委书记），

后来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他是优秀的戏剧、电影理

论家。他介绍外国进步戏剧理

论，是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

斯基体系的人之一。他撰写了

罗光达（1939 年摄于晋察冀军区）

章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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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论》《悲剧论》《戏剧

的法则》《导演艺术论》《表

演艺术论》等理论著述。夏衍

同志说：“他毕生从事理论工作，

并且一贯努力于把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在介绍国外先进

理论的同时，他还善于把理论

和中国话剧的实际结合在一起，

他从来不空谈什么理论。”

他是杰出的话剧导演和电

影导演。上个世纪 30 年代，在

上海，在国统区白色恐怖时期，

他以精湛的现实主义导演手法

相继导演了《娜拉》《钦差大臣》

《大雷雨》和《罗米欧与朱丽叶》，

成为左翼戏剧运动胜利的标志。

四十年代，他曾导演曹禺的《家》

和鲁迅的《阿Q正传》等多幕剧，

编导《静静的嘉陵江》《结亲》

等影片。

万事开头难。在初创时期

的电影学院，他作为一院之长，

带领大家制订教育方案、教学

计划，确定培养目标和招生条

件；积极贯彻毛泽东的革命文

艺思想，强调学生德智体全面

发展，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他

殚精竭虑，为电影学院的建立

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至此，我已用简报式的语

言介绍了陈波儿、黎莉莉、吴

印咸、罗光达、钟敬之、干学伟、

章泯等几位曾经为北京电影学

院的创立、发展做出过突出贡

献的人。但是越写就越觉得不

踏实。篇幅局限，该写的人太

多，手头资料有限，又有多有

少，生怕取舍失度，使历史失

真。幸好，我的目的不是写人

物传记，而是想以人说事，通

过他们来述说电影学院的历史

与传统，这样便不会造成以人

物是否在本文中出现或出现的

先后次序来作为衡量地位高低、

重要与否的标准。

历史是多面镜，传统也是

多方面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观

察，会看到不同的色彩斑斓的

画面。这里展现出来的仅仅是

电影学院发展史中间处于源头

的点滴人和事，他们将永远被

后人赞颂！

这篇东西我写得很苦，耗

时长。左翼电影已是八九十年

前的事情了，而我在电影学院

仅仅是近二十几年的事。我没

有那许多经历，而当年叱咤风

云的一些人物，现在又多已不

在人世。我只能从文字中去寻

觅他们的足迹。我重新翻看吴

印咸、钟敬之、罗光达、黎莉

莉等老同志送给我的留有签名

的他们的著作、资

料，我一遍遍地翻

查《北京电影学院

学报》《院志》，

到清华大学图书馆

查阅、复印资料，

做笔记。我越查、

越看，越是对那些

曾经对我国的电影

事业，对于北京电

影学院的创建、发

展做出过许许多多

贡献的先人们充满

了无限的爱戴与敬

意。作此拙文也算

是对他们的一个纪

念吧！ 
1995 年 9 月北电召开的“参加抗日战争老同志座谈会”（前排右 1：欧阳 秋，右 2：邸力，右 3：赵
明，右 4：罗光达。后排左 5：王凤生，左 8：吴文英）


